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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独特报道框架、思路与操作方法——《新京报》怎样做好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 

 
2007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提到，2008年，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前，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共和国做出了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历史

性变革。回眸这30个年头，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

更新；改革逐步深化并推动开放，开放也进一步促动改革。 
总结这30年中国的风云变迁，《新京报》将其看作一份责任。如何操作这一主题，如何选好切入点，今年年初

首次讨论会上，大家形成共识，全部题目都要重新采访，而不是对以往资料的编纂。同时，有人提出要按照历史

发展节点和关键词的形式，做200期或300期。 
在带领记者和编辑搜集大量资料后，我发现这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每天两个版，贯穿整年拟作366期，涉

及文化、经济、党政、人文思想等多方面，通过还原“卅年今日”标杆性事件，从某些侧面记录改革开放历程，

亦是记录30年的思想解放史。 
  
  

形成报道框架 

 

我们拟定了版面框架，主体部分由一篇主文和一篇新观察组成。主文体裁可多变，形态可多样，或故事或人物

或揭秘性对话或综述文章，鼓励一切可能的写作创新。 
所选事件可以是小切口反映的大事件，可以是权威人士解读历史关键点，要有足够揭秘性，讲大家不知道的故

事。希望通过报道不仅仅能勾起人们心底某个记忆，更能启发现在，引人思考。 
新观察，均邀请名家、大家、专家、权威人士撰写，这应该是一篇睿智和有思想的美文，起到点题作用。它不

拘泥于新闻事件回顾，而是通过事件发展和重新解读，告诉大家一个新观念、新思想，可以启迪，亦可反思。此

外还配以“那时流行”“温故知新”或者“民间记忆”等予以辅助。 
“那时流行”是体现时代特色、有一定流行度、能勾起人们回忆的话语、物件、现象等。比如，“时间就是金

钱”、BP机、倒爷等等，这一块采用“漫画＋名词解释”的形式。漫画绝不是为画而画，漫画不是衬托，而是主

动成为有思想的一块内容，有寓意，有幽默，有灵魂。 
“温故知新”即旧报新读，通过摘录历史今日报道，看待当年和当下对社会的不同认知，多是与今天观念迥异

的新闻，主要体现思潮观念的变迁。 
“民间记忆”刊发的则是征集来的鲜为人知的改革开放中的历史细节，包括日记、文件、文献、手稿、图片

等。 
编辑部调集高手专门制作这个版面，从版面设计到图片选择都精益求精。版面和Logo，由视觉中心副主编书红

带领几名美编和统筹编辑李素丽等人连续通宵三天，制作了几十个模版，挑选出十几个，最后征询执行总编王跃

春意见，再度进行修改得以确定。 
为了版面的美观，每期均放于报纸中间连版处，同时对刊登广告做出极为苛刻的要求，10多家客户的广告刊登

要求均因为“破坏版面”被拒绝。 
  
  

报道思路：系统总结  引起思考 

作者：刘炳路  



 

之前的纪念报道（比如15年、20年），主旨多是讲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邓小平理论的贡献。在30年后，情况有所

相同，诸如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所言，“这几年，围绕着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当前遇

到的一些新问题，在改革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发生了一些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准确把握

报道方向至关重要，《新京报》的报道有如下特点： 
第一、 从改革实践的事实出发，用历史细节阐明中国社会的巨变，说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比如第12期，1983年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开放的国家远离“无可奉告”》），说明改革开放后，非但中

国的经济大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历史性变化，一个封闭多年的民族要想和平崛起，要让世界了解中

国的政治民主、社会和谐，就必须以更积极、自信、负责任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而共和国的外交官正

是这样做的；比如第6期，由尘封29年的环保“第一案”，到逐步推动我国的环保立法，历史长河的“小事”，让

一个国家跨越一大步。所有这些事件的回顾，表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推动共和国

的进步，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记录改革开放的渐进过程，说明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不可动摇性，也是寻求当代中国发展的启蒙思想。 
同样，李君如在谈到如何纪念改革开放时，援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

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

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里既讲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又讲

了党在领导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在方向和道路上的正确性。 
《新京报》在纪念改革开放报道中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指导方针。比如在1990年代左右，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姓

资姓社”的讨论，甚至质疑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是颠覆社会主义，在当时，邓小平南方视察使人们动摇的思想再

度统一，而皇甫平的系列评论也阐明了改革不可动摇的思路。我们在第1期推出《小平南巡改变了中国》和准备推

出的重温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刊发，现在看来仍有重大意义。也就是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并有着复杂性，对此，

党和国家有能力将改革掌舵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且能排除所有困顿，疏通大部分遗留问题和新发矛盾，达成中国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就是让国家和民众，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三、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进行系统回顾总结”，《新京报》的纪念报道也包括

回顾和总结。 
系统性应表现在对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对教训的反思：我们不是为怀旧而铭记，而是通过纪念启发和反思，进一

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和更进一步的开放。 
比如第13期“知识分子第一案”（《 韩庆生案 开启人才流动的春天》），曾经的计划体制下，劳动力被禁止

自由流动，韩庆生用知识在其他企业挣了600元钱被判刑，经媒体报道和国家有关领导人关注后，韩无罪释放，从

此，科技人才被禁锢的历史才得以打破；同样，科技人才的流动也直接加速了生产力发展的脚步。 
那么，禁锢生产力发展的枷锁全部打破了吗？与流动相关的福利保障制度依旧“单位化”，限制了国有单位人

员向外流动的意愿，仍然不健全和执行不到位的私营企业保障，使得大批才俊挤向政府机关，而城市养老保障的

不“通兑”将更多人才固化在某个地区。同样，更大流动壁垒存在于城乡之间。农民、外来人口确实可以流入城

市了，但这些新市民，还不能享有最基本的市民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30年后回顾韩庆生案，就是希望籍此进一步认识我们国家发展中的矛盾和改革壁

垒，以及其他阻碍发展的未竟之事，从而进一部推动改革的深化，以求这些改革深处的矛盾有突破性解决。 
不得不承认，历经30年漫长改革跋涉，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另一个层面，政治体制改革远

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这些改革开放的未竟之事和新问题同样是改革开放报道中应该系统总结的。  
  

用发展的眼光操作 

 

既然是纪念思想破局和观念更新的突破过程，那么选取的事件，一定是要能充分体现上述题意： 
1、从这个角度讲，发生在这30年间的有些重大新闻事件，若仅为孤立发生，没有对改革开放产生积极或者消

极影响，这样的题目不在择取范围内。 
2、所选事情最好带有标杆性、节点意义的，比如诸多“第一个”；所选事情可以小，但却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思想观念

转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观念转变；这种转变又促使权力机关进行体制上的革新。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求记者： 
第一、多用发展的思路、思想、价值观去看待当年的变化、进步、倒退、矛盾、挫折和思潮，同时也要反过来



审视现在。 
任何一件历史事件都脱离不了时代背景，所以不能割裂地看待一件事情，评价一件事情；我们想表现的正是在

那样一种由禁锢到开放的时代，人类思想和行为对社会进步做出的推动价值；或者是推动的不彻底性和劣根性。 
第二、遵循新闻基本原则。 
虽是回顾性报道，且我们所作多数报道昔日定有多角度报道，甚至在数量上远超过现在的一篇报道，但报道仍

要有新闻价值，要确定告诉读者什么东西，角度要新，观点要新，采访要深，写作要新颖、要活，可读性要强；

切忌枯躁、呆板、难读。 
同时，它应该遵循故事性这一基本要素，有冲突、有戏剧性，能触动读者，让读者有所思考。 
第三、因为旧闻新作，要有足够揭秘性，要讲大家不知道的故事。 
目前，新京报《日志中国》已经做了150多期。因为今年大事不断，尽管在地震、奥运等大型报道中都投入了

相当数量的报道力量，但对改革开放的研究、报道始终不敢放松，也获得业界好评。 
其实，在操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最大困惑是选题问题，因为按照“日志”形式，必须对号日期，这样就会

给题目选择带来限制，某一天可能有四五件值得做的事情，而另一天可能难以找到一件。另外对于一些没有明确

时间节点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现象，诸如农民工，就需要挖空心思找出对应时间，而不让一个该做的题目被落

下。 
    目前，《新京报》成立了专门的素材整理团队，建立每周选题制度，每个题目都要提前一个月在报社层面开

会讨论其采访方向和新观察的评论方向，这在《新京报》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作者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

主编、《新京报》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负责人）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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